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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道路工程旧路提升改造方案探讨

陈 帅 张涵墨
湖北省城建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�湖北�武汉�430051

摘� 要：市政道路是构成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因此市政道路工程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建工程。

而早期市政道路在投入使用之后，随年限增加开始表现出一系列问题，逐渐无法满足城市的交通通行需求。故此次研

究以某市市政道路工程为案例，针对旧路提升改造方案加以探讨，辨析其道路病害情况并给出提升改造升级方案，以

期能为其他同类型工程提供理论层面的参考支持。

关键词：市政道路工程；旧路；提升改造方案

前言：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加了各类汽车的保有

量，也使得市政道路面临着更高的交通压力负担，同时

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增长同样使得早期市政道路规划的

路线，逐渐无法满足现有的公共交通需求。加之部分道

路建设时间较早，已经经历过漫长的使用周期，道路老

化、病害情况频频出现，且道路宽度及交通功能也逐渐

表现出滞后性。对此，就需要在市政道路工程中针对旧

路设计提升改造方案，对其进行优化升级以有效解决病

害问题，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。

1 案例概况

某市某区某大道为该区重要的南北向城市主干道

路，设计速度60km/h，现状红线宽60m，其项目改造意在
提升区域对外交通出行条件，并进一步助推区域用地开

发，强化该区域与中心城区的交通关联，同时增强中心

城区对道路另一端新城区的辐射作用。由于投入使用年

限较久，加之后续周边其他工程产生的累积影响，该市

政道路工程现存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：

首先是2014年轨道交通开工建设对原有工程旧路进
行了大规模的开挖、临时改道，轨道交通工程导致部分

地下管线不得不临时迁改，并由此对道路造成负面影

响，受影响的道路路段迫切需要修复；

其次则在于长时间投入使用大量累积了道路路面病

害，裂缝、面层剥落、车辙等现象随处可见，且针对部

分病害的反复维修也严重影响了道路的整体美观程度及

使用的舒适性；

再次，沿线土地的持续开发增加了该道路工程所在

区域的道路网路密度，同时区域交通流量也持续上升，

由于路段周边及相交道口在管理上存在不足，大量存在

沿线随意开口、掉头的现象，导致路段所在区域交通组

织高度混乱；

最后，现有道路在排水标准上已经与现行排水标准

存在明显落差，暴雨时节道路积水现象尤其严重。

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导致该市政道路工程旧路提升

改造存在紧迫性，迫切需要提升道路的服务水平，同时

保证地铁通车后整体道路交通运行条件及景观的高度一

致[1]。在改造目的上以满足该市政道路远期交通需求、提

升所在地区整体城市形象，因此在改造方向上需要进行

路面改造、交通梳理、排水设施核算及景观提升。

2 市政道路工程旧路病害情况分析

2.1  路面病害检测及结论
为全面进行旧路提升改造，前期需对该市政道路工

程旧路病害情况进行全面检测，检测内容包括路面破损检

查及路面质量状况评价（以道路综合检测车为主，配合进

行人工步查法）、钻孔取芯检测结构厚度及芯样劈裂强度

（即应用钻孔取芯法进行检查）、沥青路面弯沉检测（采

用贝克曼梁法）、平整度检测（以道路综合检测车为主要

检测方式），最后需形成电子版的道路缺陷平面图[2]。

进行过检测之后，确认路面损坏状况即检测结果如

下表1所示。
表1 某市政道路工程外观病害面积统计表

病害类型
病害总面积
（m2）

估算检测总面积
（m2）

百分率（%）

剥落 240.0

147180.0

0.16

沉陷 239.0 0.16

横向裂缝 362.4 0.25

网裂 35822.0 24.3

纵向裂缝 90.8 0.06

合计 36930.4 25.09

完成检测后发现线裂、网裂两种破损是该市政道路

工程旧路的主要病害，其中以网裂病害占比最多，病害

面积共计36930.4m2，占路面总面积的25.1%。以“A、
B、C、D”四个等级对该市政道路工程外观状况进行评
级，从“A”至“D”的路段在总路段数中占比分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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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6%、44.1%、27.9%以及10.3%。
2.2  钻孔取芯检测分析
该路段全长约为6.7km，为双向6车道道路，钻孔取

芯取样数量达43处。结合其钻孔取芯数据进行分析，发
现该路段路面结构存在多种结构形式，包括沥青面层+水
泥混凝土层+碎石层、沥青面层+贫混凝土层+贫混凝土
层、沥青面层+水泥混凝土层+贫混凝土层等。芯样厚度
研究结果中发现沥青层芯样完好，沥青层不同路段厚度

在60-160mm之间，平均厚度为109mm；水泥混凝土层芯
样厚度在145-315mm之间，平均厚度205mm；贫混凝土
层芯样在60-175mm之间，平均厚度为135mm。针对其芯

样强度进行检测，发现该路段水泥混凝土层芯样标准弯

拉强度为4.08MPa。芯样完整性检测中发现其芯样大部分
或松散、或局部松散，结合相关施工技术规范中要求证

实该路段基层强度值相对偏低，需要进一步提升强度。

2.3  平整度及路面承载力分析
针对该路段的平整度分析，全路段路面平整度评价

等级“A”占比99.2%，占据绝大多数；评级“B”等级
占比0.8%，“C”与“D”占比为0.0%，因此路段整体平
整度满足此类工程应有标准及要求，总体过关。

路面承载力检测以弯沉检测结果进行评估，“足

够”等级率达到100%，部分检测结果如下表2所示。

表2 某市政道路各评定路段路面代表弯沉值（局部）

左幅车道各评定路段路面代表弯沉值

起点
桩号

终点
桩号

平均(Lp) 标准差(S) 代表(Lr)
评价

(0.01mm) (0.01mm)

K0+000 K0+100 6.8 2.7 11.3 足够

K0+100 K0+200 6.4 2.7 10.9 足够

K0+200 K0+300 7.2 3.0 12.2 足够

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

K6+500 K6+600 10.1 4.6 17.6 足够

K6+600 K6+694 10.8 5.0 19.0 足够

右幅车道各评定路段路面代表弯沉值

K0+000 K0+100 6.3 2.3 10.0 足够

K0+100 K0+200 12.6 9.1 27.5 足够

K0+200 K0+300 7.7 2.6 12.0 足够

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 ……

K6+500 K6+600 8.5 3.5 14.2 足够

K6+600 K6+694 7.0 2.1 10.5 足够

3 市政道路工程旧路提升改造方案探讨

3.1  总体设计
明确该路段起终点之后确定改造工程路线全长为

6.633km，道路红线宽度保持60m不变。平面设计中确定
道路中心线维持现状线形，确保路段改造升级后仍能满

足60km/h的设计车速要求，此外结合交通组织及断面布
置，对部分道口交通渠化进行优化，并合理调整公交站

台位置[3]。

纵断面设计在原则上需抬高1cm，但就现状地面标
高及纵断面坡长限制因素来看，实际设计中需要抬高

0-10cm不等，与其他道路相交处则需平顺加铺厚度。横
断面设计需结合道路功能定位、沿线土地开发利用性质

确定路幅改造形式，因此后半段需在两侧布置宽6m辅
路，保证全路线宽度为60m，横断面布置如下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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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 既有道路路面病害处置
车辙、轻微面层裂缝、松散剥落等病害处，铣刨原

沥青面层至设计标高下10cm，对裂缝进行灌缝处理后，
再加铺上、中层沥青面层；对纵横缝密集处、网状裂

缝、沉陷等病害处需对原路面基层进行，其上铺筑至少

7cm厚AC-25C粗粒式沥青混凝土（兼调平层）至设计标
高以下10cm，然后铺筑上、中面层。当调平层厚度大于
12cm应分层填筑压实。具体方案见下图。

3.3  路面材料和技术要求
针对路面工程材料需明确其技术要求，具体要求

如下：

沥青材料需要能够提升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高温稳定

性、低温韧性、耐疲劳、耐久、抗拉、抗剪性能，因此

上面层与下面层分别采用SBS（I-D）型改性沥青与A-70
号道路石油沥青；

粗集料则需保证由具有生产许可证的采石场生产，

并确保粒径符合相应技术规范及规格，且必须采用大型

反击式破碎机加工成良好的颗粒形状，尽量减少针、片

状颗粒的含量，此外还应保证洁净度以及具有足够的强

度、耐磨性、干燥、表面粗糙无杂质，若与沥青粘附性

不理想，还需进行粘附性改善以达到相应标准[4]。

细集料包括天然砂、机制砂及石屑，同样需要由具

有生产许可证的采石场、采沙场生产，同时具备一定的

级配且符合相应规格要求，此外细集料应洁净、干燥、

无风化、无杂质，通常热拌沥青混合料上面层采用石

屑，中、下面层采用机制砂或天然砂，但天然砂用量应

控制在集料总量的20%以内。
填料即沥青混合料采用的矿粉，这类矿粉必须采用

石灰岩或岩浆岩中的强基性岩石等憎水性石料，在研磨

后获得的矿粉，原石料应保持干燥、洁净不成团、不含

泥土，且能够自由从矿粉仓流出[5]。

4 结束语

综上所述，市政道路工程旧路提升改造关系到道路

的正常使用，同时因为市政道路远期会面临更高的使用

要求及标准，因此需确保提升改造在技术应用上达到更

高的标准及要求。故需针对旧路使用情况及病害状况深

入分析，采用针对性的提升改造技术，以保证市政道路

工程旧路在提升改造后能满足各方面要求，为地区交通

运输及经济发展提供更可靠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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